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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我们还想再放一次板鹞
风筝！”“我们等着你们回来！”近日，
在海安市南莫中学，参与“体育美育
浸润行动计划”试点工作的南通大学
志愿者们与帮扶学校的师生们依依
惜别，孩子们的真情告白让大家十分
动容。

为了让乡村学生都能享有公平
而有质量的体育美育教育，2020年，
省教育厅印发《关于开展体育美育浸
润行动计划试点工作的通知》，在全
省高校推进“体育美育浸润行动计
划”试点工作，首批确立了南京体育
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南京师范大学、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等 14所试点
高校。“计划实施以来，全省高校积极
行动，建立志愿帮扶团队，把优质体
美教育资源送到乡村学校，为乡村学
校体育美育均衡发展注入了新动
能。”省教育厅二级巡视员李金泉说，
依托高校体育美育专业师生力量，不
少乡村学校的体育美育工作“旧貌换
新颜”。

活力满满 乡村学校“动起来”

上午 9点，阜宁县沟墩实验小学
的操场上热闹一片，在教师的组织下，
孩子们列着整齐的队伍，跟着音乐起
舞，开启一天的学习生活。“2020年前，
我校共有 50个班级、2311名学生、136
名教师，但体育专职教师只有3人。”该
校校长赵才广告诉记者，专业教师人
数少，学校体育美育课程开设不足，一
直是制约学校发展的瓶颈。

2021年初，省教育厅指导阜宁县
全面开展“体育美育浸润行动计划”，
来自盐城师范学院的 18名音体美专

业大学生，先后来到沟墩实小开展志
愿帮扶，协助学校全面开展体育美育
教学工作。“目前我校一二年级每周 4
节体育课，三至六年级每周 3节体育
课，都能开满开足。大学生志愿者们
还组织孩子们练习曳步舞，全校师生
动了起来，校园活力满满！”赵才广说。

前不久，南京晓庄学院音乐学院
开展“美育浸润行动计划”暨高雅艺
术进校园活动，师生们将《胡萝卜星
球之三“神龙披风”》儿童3D互动系列
音乐剧分别带入南京未来科技城小
学和南京市江宁区上坊中心小学。
该音乐剧中部分演员是南京晓庄学
院音乐学院的学生，凭借着专业知识
和表演技艺，他们让两所学校的孩子
们充分感受到了音乐剧的魅力。音
乐学院党总支书记潘红告诉记者，
《胡萝卜星球之三“神龙披风”》的剧
情符合儿童口味，将其与小学生们分
享，旨在丰富孩子们的校园生活，提
高其艺术素养。“当我看到孩子们眼
中闪烁着的光，心中无比幸福，更加
坚信艺术能够润物细无声，为每一个
孩子的成长赋能。”

因地制宜 特色发展享乐趣

在保证乡村学校体育美育课程
开齐开足的基础上，不少高校围绕帮
扶学校的“需求菜单”，通过校本课程
研发、特色课程打造等，推动当地体
育美育教学特色发展。

去年春季学期，南京体育学院师
生志愿者分别对沭阳县马厂初级中
学、马厂中心小学开展了为期一周的
健美操和武术教学帮扶，帮助两所学
校创新大课间活动形式，提高活动质

量。“通过推动体育教学多样化、特色
化发展，我们希望改变帮扶学校的体
育教学风貌，让孩子们在体育锻炼中
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
意志。”南京体育学院武术与艺术学
院院长支川说。

近日，扬州大学体育学院的一场
毕业答辩吸引了很多中小学教师的
参与。原来，这场答辩专门针对中小
学体育美育课程建设专项课题，从乡
村学校篮球校本课程研发，到中小学
运动团队建设，高校师生带着课题走
进中小学，这样的“量身定制”很快吸
引了当地200余名中小学教师参与。

“‘地方化’是我校对接帮扶最大
的特色。”扬州大学教务处处长王承堂
介绍说，乡村学校有着独特的资源禀
赋和发展需求，为了帮助地方学校建
立特色化、优质化、品牌化课程体系，
扬州大学发挥学科优势，打造富有地
方特色的文体类课程。在扬州市江都
区，他们充分挖掘江都地域文化优势，
帮助当地多所学校建立了音乐活动社
团。比如，在浦头镇高汉小学，定点援
建了扬州民歌社团；在吴桥镇中心小
学，开设了琴筝文化培育社团。同时，
为进一步提升美术课程的美育价值，
扬大还帮助江都区郭村中学、吴桥中
学、吴桥小学等学校开发了 2门以上
的美育专项课程，实现了美术教育、文
化传承和品牌打造的有机融合。

人才“造血”专业帮扶强师资

“专业教师是乡村学校开展体育
美育教学的关键。”省教育厅体卫艺
处处长张鲤鲤说。除了输送师资，不
少高校重点关注帮扶学校的教师成

长需求，建立健全相关体制机制，助
力体育美育教师专业发展。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采取“走
出去”“请进来”的方式，针对帮扶学校
教师和学生两个层面，开展各类互动
活动。该校在安排师生志愿者定期赴
帮扶学校送教、送演出、开展音乐舞蹈
课程实践的基础上，特别邀请了句容
市各小学优秀音乐教师来校，依托音
乐治疗、舞蹈治疗，开展“一对一”个体
或团体辅导。句容市黄梅中心小学音
乐教师吴秋怡告诉记者，经过系统辅
导，她的音乐课堂变得精彩多了。针
对低年级学生和个别特殊儿童的身心
发展特点，她在音乐课堂中巧妙融入
音乐治疗、舞蹈治疗，让学生通过回
忆、联想、想象来调整身心状态，不仅
丰富了课程内容，也让学生们收获颇
丰。“如今，我校在常规的音乐课、社团
活动中也穿插了音乐治疗，孩子们上
课的热情更高了。”吴秋怡说。

近日，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师孙
妮娜为无锡市羊尖实验小学量身定
做了《中国画写生创作技法示范》线
上实践课程。课堂上，孙妮娜重点讲
授了国画教学方法，并演示了更能体
现山石技法的范画。“孙老师用一支
行云流水的画笔，栩栩如生地展现了
山清水秀之景。这样一节实践课对
于我们听课教师来说，真是收获满
满。”羊尖实小教师吴明芳说。

“我们希望借助‘体育美育浸润
行动计划’的实施，引导高校师生强
化服务社会的意识，提升服务社会的
能力，以公益之心哺人育人，用高尚
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引领社会风
尚。”李金泉说。

为乡村学校体育美育均衡发展赋能
从 2020年起，省教育厅启动实施“体育美育浸润行动计划”，统筹全省高校专业力量——

“我出生在一块阳光宝地，那里
有澄清的高原湖泊、壮丽的雪山雄
峰，我爱我的家乡，我要回到我的家
乡。”中国药科大学中药学院 2018级
学生乌丽江·杰恩斯是一位哈萨克族
姑娘，已经毕业的她即将入职新疆维
吾尔药业，实现以自身力量回报家乡
的初衷。据了解，在就业形势依然严
峻的大背景下，中国药科大学中药学
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却好于去年同
期，截至 6月底，超七成毕业生找到了
心仪的工作。

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
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提出要构建
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人才培养模式，建
设高素质中医药人才队伍。作为国
内最早开展中药学教育的高校，近年
来，中国药科大学致力于探索“应用
现代科技研究传统中药”的中药学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形成“守正创新、中
西融合”的中药学教育特色，为我国
中医药事业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创新
实践人才，也为中药学教育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范式。

中西融通夯实专业根基

陈林是中国药科大学中药学院
2021级学生，他告诉记者，去年新生报
到时，学院为每位新生准备了当下最
流行的“拆盲盒”活动。盲盒里放置了
两颗种子，一颗为中药“厚朴”，一颗为
中药“远志”，取宽厚朴实、树立宏远之
志之意。“开学第一课就充满了‘中药
味’，这两颗种子也就深埋进我心里。”

“提起中药学，很多人脑海里会
出现穿着长衫的老先生号脉的场面，
传统学习模式过于泥古，与现代医学
特别是西药学割裂，这成为制约中药
学人才培养体系发展的一大瓶颈。”
中国药科大学副校长、中药学专家孔
令义分析说，一方面，要让学生领略
中医药的博大精深，激发其兴趣；另
一方面，要发挥好中医药学与现代药
学的交叉优势，体现中西融合。

学好中药学，首先要“读经典、悟
经典、用经典”。这些年，中国药科大
学逐渐提高了中医药类经典课程比
重，特别是加强了对《伤寒论》《金匮要

略》等中医经典的学习和研究。从
2021年开始，学校相继举办中医经典
名方开发与培训、中医经典大讲堂、中
医经典知识竞赛等活动，组织中医药
综合能力考核，以考促学、以考促教。

目前，《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
等中医药经典选读课已成为中药学
专业必修课和全校通识选修课，这使
得本科学生一进校，就能打下良好的
中药学理论基础。“大一的学习经历
加深了我对中药学的理解，让我更加
热爱这个专业。”大二学生何雯雯告
诉记者，闲暇之余，她喜欢对照书籍
图片和饮片实物仔细辨识各类中药
材，现在中草药识别对她来说易如反
掌，专业课程学得轻松而有趣。

根植于“中”，保障发展有源；聚
焦于“药”，则体现了中西融合。围绕

“中药新药研究开发”“中药质量保障
提升”“现代中药制造生产”三大核心
能力，中药学院重新规划、设置了专
业课程：低年级以中医药、生物学、化
学为主，夯实基础知识；中年级以中
药质量保障、新药研发和制药技术为

核心，构建中药学和现代药学的课程
群；高年级结合现代中药研发贯通性
实验、药企实践和专题毕业实习，进
行“提高解决行业实际问题的能力”
的高阶训练。

“将现代制药技术与传统中药制
药相融合，我们升级了《中药药剂学》
《中药炮制学》等课程内容。”中药学
院副院长王欣然说，“同时充分发挥
药学、生物学、化学与中药学交叉融
合优势，开设了《天然活性成分的生
物合成途径》《中药临床药学》等 68门
跨学科选修课，体现中西融通。”

五育并举弘扬报国之志

初夏时分，记者走进中国药科大
学占地 300亩的药用植物园。炎炎烈
日下，中药学专业的 20多名大二学生
正在药田里细心劳作，为草药修枝剪
苗。这些长势喜人的金丝皇菊来自
该校定点帮扶单位——陕西省镇坪
县，学生们在这里体验药用植物的育
苗、种植、养护、采摘、加工等一系列
劳动实践课程。 （下转第2版）

让学生懂“方剂”更懂科技

■本报见习记者 杨潇 通讯员 古恺

本报讯（通讯员 王云
峰）7月 4日，苏州市举行
青少年暑托班工作推进
会暨媒体通气会。据了
解，今年暑假期间，该市
将创新采用“集中式课程
化、分布式活动类、嵌入
式行业性”相结合模式，
开办暑托班 1355个，增强
全市青少年思想道德与
文化素质教育，缓解青年
职工家庭未成年子女暑
期照护难的现实痛点。

苏州市青少年暑托班
由苏州市委宣传部、市文
明办、市教育局、团市委共
同主办，并已入选 2022年
苏州市民生实事项目。今
年 1355个暑托班中，共设
置集中式课程化暑托班
115个，充分整合爱心公
益资源，按照实际需求，
提供常态化暑期托管照
护服务，开展各种兴趣陪
伴类课程；分布式活动类
暑托班共计 1157个，按照
就近就便原则，提供一系
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
青少年暑期活动，在暑托
陪伴的同时，促进快乐成
长；嵌入式行业性暑托班

共计 83个，面向有需求的
机关、企业和行业领域，通
过“单位购买服务+公益配
送课程”形式，针对单位内
部青年职工未成年子女开
设暑托班。三种办班模式
有机结合、相互补充，可
以有效提升暑托班覆盖
广度、服务力度，同时重
点关注特殊困难家庭子
女，快递小哥、网约车司
机等新业态新就业人员
子女，以及警务人员、医
务工作者、大院大所科研
人员等群体子女暑期看
护需求，进行针对性办班
覆盖，更加彰显了暑托班
的暖心温度。

目前，苏州市整合了
全市 1267个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所、站、点）、
105个儿童“关爱之家”，
以及各级各类党群服务
中心、青少年活动中心、
青年之家、未成年人社会
实践体验站、机关、企业、
楼宇、产业园等丰富阵地
资源，公益支持开办青少
年暑托班，为广大青少年
暑期陪伴服务提供了安
全温馨的场地环境保障。

苏州今年将开办
1355个青少年暑托班

7月 5日，镇江市宝塔路街道润州花园社区联合江
苏大学志愿者开展“夏日送清凉 关爱环卫工”活动，向
十多名环卫工人赠送风扇帽、绿豆汤、西瓜、清凉油等
防暑用品，为“城市美容师”送上爱心关怀。

石玉成 摄

■本报记者 潘玉娇 见习记者 杨潇 通讯员 姜晨

近年来，中国药科大学致力于探索“应用现代科技研究传统中药”的中药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本报讯（通讯员 马俊）
日前，江苏省高职院校

“形势与政策”课骨干教
师培训班在扬州举行。
全省各高职院校百余名
学员参加培训。

开班仪式上，省委教
育工委副书记徐子敏指
出，举办全省高职院校

“形势与政策”课骨干教
师培训，既是贯彻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打造高
素质思政教师队伍的需
要，也是帮助思政课教师
提升思维、拓宽视野、增强
业务本领的有益探索。他
勉励参训教师切实强化创
新思维，不断提高新形势
下的思政课教学能力，着
力增强课程的亲和力、针
对性，努力打造学生想听
爱学的思政“金课”。

“课内功夫要拼专
业，课外功夫要讲修行，
只有打好组合拳，才能讲
好思政课。”全国高校思
政课名师工作室负责人、
安徽师范大学教授路丙
辉告诉学员，无论组合拳
怎么打，最终要落到把思
政课讲得更有亲和力和

感染力、更有针对性和实
效性上来，实现知、情、
意、行的统一，叫人口服
心服。全国高校思政课
名师工作室领衔名师、新
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王学
利教授在题为《办好职业
院校“大思政课”的学理逻
辑和实践探索》的报告中
指出，思政课教师要有“大
思政课”观，注意加强教育
研究和创新，让学生在思
政课中汲取做人做事的
智慧，让思政课教师成为
大学生的“青春引路人”。

南京师范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院长王刚、全
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
队负责人王岳喜、江南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唐忠宝、全国职业院校教
师教学技能大赛一等奖
获得者郑英等专家作报
告。学员们开展“沿着总
书记的足迹”实践教学活
动，实地探访中国大运河
博物馆、扬州运河三湾生
态文化公园，研讨如何把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
示和讲话精神融入思政
课教学中。

全省高职院校百余名教师
同享思政金课“大餐”

本报讯（记者 王玭）
7月1日，省教育厅召开离
退休干部“我看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座谈
会，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
徐子敏出席并讲话。

全体参会人员重温
入党誓词，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1周年，表达“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理
想信念。会议传达了中
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
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的
建设工作的意见》。与会
老同志、老党员紧密结合
亲身经历和成长故事，围
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
国家各项事业、“强富美
高”新江苏建设巨大成就
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的领悟积极展开
交流讨论，对贯彻中办文

件精神、做好省教育厅老
干部工作建言献策。

徐子敏在讲话中高度
赞扬大家的发言站位高、
感受深、感情真，充满了正
能量，饱含了精气神，表现
出高度的政治自觉，并简
要通报全省教育改革发
展的良好态势。他强调，
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中
办文件要求，认真落实、
坚决抓好老干部党建的
政治引领、组织功能、管
理监督、激励关怀、组织
领导工作，要充分挖掘老
同志身上的红色资源，形
成特色品牌，推动省教育
厅老干部工作走深走实，
实现高质量发展。

省教育厅离退休干部
党总支、各支部书记和老同
志代表近20人参加座谈。

省教育厅召开离退休干部
“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座谈会


